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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万余考生高招会上找“婆家”
140所高校参加，驻泰高校受到青睐

本报泰安 6 月 26 日讯(记者
侯艳艳) 26 日，泰安市高考升学
咨询会在山东农业大学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 140 所高校参加本次
咨询会，上万名考生到咨询会上找

“婆家”，泰安本地高校受到考生的
青睐。

26 日上午 9 点半，记者来到山
东农业大学校本部，看到校园内人
流如织，考生、家长手里攥着各高
校的宣传材料打探消息。来自宁阳
一中的考生李小田昨天下午就在
爸爸的陪同下来到泰安，她告诉记
者，由于事先对大学和专业不了
解，她早晨不到 8 点就来到现场，
想多咨询几家大学。“我比较喜欢
经济类的专业，因此想挑选一家合
适的学校。”李小田说，为此，她咨
询了不下 20 家大学，经过一上午
的斟酌，她初步选定了和分数相匹
配的几所省内高校。

山东农业大学派出了 6 人组
成的招生分队，可谓阵容强大。而
作为咨询会的举办地点，山东农业
大学咨询处被考生和家长团团围
住，几位工作人员都口含润嗓药片
回答考生的提问。泰山学院招生咨
询处也十分火爆，“虽然今年考生
下降了近万人，我们学校的招生计
划还增多了，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
家长非常多，3000 多份材料不到一
上午就发完了。”泰山学院招生咨
询处工作人员说。

本次高考升学咨询会可谓名
校云集，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名校纷纷派
出招生队伍。泰安市招生办工作人
员介绍，共有 140 所高校参加本次
咨询会，其中有 75 所本科高校，26
所“211 ”、“985 ”院校，吸引了上万
名考生前来咨询。

考高分不一定能进名校
老师现场解答考生疑惑
本报记者 侯艳艳 见习记者 白雪

高考成绩公布了，考生如
何选择大学和专业成了大家
普遍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解到，不少考生对如何报院
校、选专业知之甚少，甚至一
无所知。专业人员介绍，考生
考了高分不一定就能上名校，
而所谓的好专业并不是某个
学校的“王牌”专业，而应是最
适合考生特点的专业。

高分不意味上名校

结合省内排名来判断

“我理科考了 661 分，能
考你们大学吗？”在咨询会现
场，来自泰安一中的考生张天
奇抱着一摞资料来到南京大
学展位前问道。对于这个问
题，工作人员较为谨慎地回答
道：“根据你的成绩，我们不敢
断然判断你能否被我们大学
录取，只能给你提供资料作为
参考。有的年份是‘小年’，录
取分数较低，分数相对较低的
考生可能会被录取；而录取分
数线较高时，这就不能随便说
了。”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南京
大学往年在山东招的学生理
科排名大致在前 900 名，而根
据今年山东省高考成绩分段
可知，660 分以上的理工科考
生为 1001 人，665 分以上的理
工科考生为 648 人，仅这一个
分段，人数就相差 353 人。“大
部分咨询我们学校的考生分
数都在 660 分到 670 多分之
间，对于 665 分以上的考生，
我们把握较大些，但 660 分以
上的，我们会更慎重些。”这名

老师说。
记者在高考升学咨询会

现场看到，泰安二中专门派出
教师团队负责为考生解答疑
问。泰安二中的田树云老师介
绍，高分考生一旦报考失误也
有可能落榜。“有些考生对大
学的招生信息缺乏研究，对自
己在省内的名次不清楚，造成
每年都有各个分数段的考生
落选。”田树云说，“像南京大
学，如果理科考生保证在省内
前 800 名，可以说录取能够十
拿九稳，如果是山东大学，理
科考生名次在 2400 名前录取
把握则较大，但如果考生不明
确自己在省内的名次，即使考
了高分也不一定被录取。”田
树云说，今年高分段的考生较
多，一分之差，可能名次就相
差上百人。

根据喜好确定专业方向

适合的专业才是最好的

“你们学校哪个专业最
好？”这个问题成为咨询会上
不少老师不愿回答的问题。

“我孩子分数很高，请问
你 们学 校哪 个专 业是最 好
的？”26 日上午，一名家长来
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咨
询处问。“就分数来说，我们学
校的飞行器专业是特色专业，
分数较高，但这个专业孩子不
一定喜欢。”工作人员张老师
说。“有特色的专业师资肯定
国内一流，但考生往往忽略了
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个专业，
甚至不了解专业情况就盲目
报考，导致学校每年都有不少

考生因所学的专业不适合而
调剂。”

“分数低，没法挑好专业，
我能先选差专业，再进行调剂
吗？”泰山区的考生张慧在咨
询会上说，她想在家门口的山
东农业大学上学，但迫于自己
的分数较低，无法选择心仪的
专业，因此想先上大学再调专
业。对于张慧的想法，招生老
师建议张慧不要这样报考。

“专业的选择应是报大学的第
一步，考生应该先根据自己的
喜好，确定专业方向，再根据
分 数选 择合 适的 大学 和专
业。”农大招生办的老师说，张
慧的做法颠倒了报考遵循的
流程，而且山东农业大学调专
业的学生成绩要在专业排名
前 10%，考生不在无奈之时千
万不要冒险。山东大学招生老
师介绍，上午也有不少家长、
考生咨询学校的好专业。“家
长和考生不应有从众心理，只
有适合自己特点的专业才是
真正的好专业。”这位老师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
老师建议考生在不知道如何
选择专业的情况下，先做性格
测试。“每个人性格不同，适合
的职业就不同，根据个人特点
可以分为社会型、研究型和艺
术型等多种类型，只有确定了
自己适合什么职业后，才能知
道报考什么专业合适。”张老
师说。

报志愿前做足功课

高中应指导考生报考

“什么时候报志愿？什么

是平行志愿？本科二批分数线
什么时候出？”几位考生在聊
城大学东昌学院的展台前你
一言我一语地问着。

聊城大学的倪老师不停
地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
让同学们尽快了解，他直接拿
出记载着报考志愿等事宜的
工作流程表展示给同学们看。

帮助她们解答完这些问
题，倪老师已经满头大汗。他
告诉记者，这些考生问的都是
很基本的问题，这应当是她们
在参加高考咨询会之前就应
当了解到的知识，也不知道为
什么学校没有给她们做这方
面的指导。“我们家在农村，上
网很不方便，消息也很不灵
通，现在我们放假在家那么长
的日子里，一直也没有学校关
于报考志愿的消息，我们什么
都不太了解，所以才特地赶远
路来此咨询。”在此咨询的考
生李军说。

“考生们出现的这种情
况，与他们所处的地域有很大
关系。农村的条件艰苦，有的
学生消息闭塞，这就需要学校
的老师进行引导。”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的张老师说，他建议
学校给学生开展关于报考学
校的指导，因为很多学生往往
会因为自己对报考情况的不
了解出现失误。除此之外，在
高中开设职业生涯的规划课
程，也可以让他们在选择大学
和专业的时候有目标。有的学
生在家长的意愿下报专业，往
往学习一两年后会丧失学习
兴趣和乐趣，会感觉很痛苦。
其实，这些通过学校的引导完
全可以避免。

高招会吸引了不少家长。
本报见习记者 王鸿哲 摄

考生向院校招生负责人咨询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王鸿哲 摄


